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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二王杂帖词汇研究》

内容概要

二王杂帖为东晋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书帖，是研究中古汉语的宝贵材料。同时，由于历代摹写、传
抄、释读舛误纷出，加之其中多用当时口语词，导致二王杂帖诘屈难懂，因而对它的语言研究至今还
停留在零星的词语考释阶段。本书在参考《宋拓淳化阁帖》等书迹、运用传统的校勘和考据方法、结
合中古时期书札的语言特点对现存书迹和释文作全面整理的基础上，对其中的习用词、同义词进行了
系统的描写与研究，考释新词、抉发新义，并对一些错误的训释作了辨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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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张俊之，男，1968年11月生，四川苍溪人。先后师从张显成先生和董志翘先生从事汉语言文字研究，
并取得硕士、博士学位。现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汉语史和
方言研究。曾在《中国语文》、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、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》、《东岳论丛》等刊
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。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、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各1项，已完
成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、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各1项；参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
重大招标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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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书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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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试读

1、《二王杂帖词汇研究》的笔记-第118页

        胜常，超过平常。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五说胜读平声。

按：检《汉语大词典》【勝2常】超过平常。问候用语。 宋  苏轼 《与滕达道书》之十二：“兼審比來
尊體勝常，以慰下情。” 宋  陆游 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五：“ 王廣津 《宫詞》云：‘新睡起來思舊夢，
見人忘却道勝常。’勝常，猶今婦人言萬福也。前輩尺牘有云‘尊候勝常’者，勝字當平聲讀。” 清
 黄遵宪 《番客篇》：“嘻嘻婦女笑，入門道勝常。”

除了“胜常”，还有“如常”，这个常，当然是“平常”，也就是“正常情况”，没有出意外。“常
”有没有单用的？“胜常”有没有可能是并列构词？

87页说：二王杂帖中表示身体状况良好的词语不少，其中佳、可最为常用，还有胜、强等。

这就是说“胜”是可以单用的，应该说，“胜”单用，和“佳、可、强”的功能和用法应该是差不多
的，实际上就是“好”的意思。

查《大词典》“胜+n”多数是偏正构词，但也有并列构词。而“n+胜”则多并列构词：

【佳胜】3.旧时书札问候、祝颂用语。犹言安好；犹言顺适。 宋  苏轼 《答苏伯固书》：“辱書，勞
問愈厚，實增感概，兼審尊體佳勝。” 鲁迅 《书信集·致杨霁云》：“久疏問候，想動定一切佳勝
。”
【康勝】犹安好。旧时书信中常用作祝词。 南朝  陈  徐陵 《与王吴郡僧智书》：“體中何如？願保康
勝。” 宋  苏轼 《与朱行中舍人书》：“近因還使上問，必已聞達，連雨凝陰，遠想台候康勝。”
【安勝】1.平安，安好。旧时书信中常用作祝辞。 唐  李巽 《请符载书》：“夏首漸熱，惟動履安勝
。” 宋  苏轼 《与滕达道书》之三：“二聖之德日新，可賀可賀。令子各安勝，未及報狀也。” 宋  
苏轼 《答刘元忠书》：“近别，伏惟起居安勝，短牋不盡意。”
【清勝】2.用为对人问候的敬辞。 宋  苏轼 《答水陆通长老书》之一：“近過 蘇臺 ，不得一見而别，
深爲耿耿。專人來辱書，且喜法履清勝。” 金  董解元 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卷三：“異日， 紅娘 復至，
曰：‘夫人致意先生，今夜文候清勝。’”

2、《二王杂帖词汇研究》的笔记-第111页

        不可如何犹不可奈何。不同无；如何同奈何。王充《论衡·率性》：“有痴狂之疾，歌啼于路，
不晓东西，不睹燥湿，不觉疾病，不知饥饱，性已毁伤，不可如何。”又《明雩》：“知病之必不可
治，治之无益，然终不肯安坐待绝，犹卜筮求崇、召医和药者，恻痛殷勤，冀有验也。既死气绝，不
可如何。”

【不可如何】，《汉语大词典》不收，还有一个词是“无可如何”，用得比较多。

【無可奈何】亦作“ 無可柰何 ”。
没有办法，无法可想。表示事已如此，再要挽回已是无能为力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三》：“太子聞之，
馳往，伏屍大哭，極哀。既已，無可柰何，乃遂收盛 樊於期 之首，函封之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

Page 5



《二王杂帖词汇研究》

“太史 伯陽 曰：‘禍成矣，無可柰何！’” 汉  董仲舒 《春秋繁露·精华》：“夫智不足以知賢，無
可奈何矣。” 唐  元稹 《＜白氏长庆集＞序》：“雜亂間廁，無可奈何。”

【無可如何】没有什么办法。 明  李贽 《复邓鼎石书》：“雖知情不容已，然亦無可如何。” 清  采
蘅子 《虫鸣漫录》卷二：“乃大悔，然無可如何矣。” 巴金 《春》七：“这只是无可如何的绝望的
哀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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